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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心内科护理中人性化护理的运用 

李双凤，杨泽环*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关于人性化护理模式在心内科临床中的应用效果调研。方法 随机性选取 2020 年 5-9 月

于我院心内科接受诊疗的 80 例患者作为调研主体，均分两组后实施不同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及各项综合功能评分。结果 研究组各项综合功能评分远超参照组，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差异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本次调研得出结论如下，首先人性化护理模式能够显著提升

心内科整体护理效果及质量；其次人性化护理有助于心内科传统护理观点的转化与创新。基于此，建议在

心内科临床工作中深入应用人性化护理模式，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 
【关键词】心内科；人性化护理；应用效果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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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umanized nursing model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ardiology. Methods: Randomly select 80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the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May to September 2020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urvey. After the two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different nursing models were implemented,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mprehensive func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 Results: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far 
exceeded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is 
investigation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humanized nurs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effect and 
quality of cardiology nursing; secondly, the humanized nursing contribu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ardiology nursing views. Based on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o apply the humanized nursing model 
deeply in the clinical work of cardiology, and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nursing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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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受到现代化医疗革命的冲击，传统的护理模式

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护理工作的实际需求，因此心

血管内科遭到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传统护理模

式中，患者往往无法感受到人文关怀精神以及优质

护理服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病情的康复。

基于此，心血管内科临床医务组应当结合护理工作

现状，分析降效原因，直面解决消极影响因素。在

新一轮的临床护理改革中，应当加强基层护理人员

及管理者们对“以人为本”护理观点的理解，充分掌

握人性化护理模式的具体措施与步骤。另一方面，

应执行合理的奖惩机制，优胜劣汰，完全激发护理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调动护理人员的主观服务意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通过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调研，

具体发现如下：40 例研究组患者年龄基本分布在

42-83 岁，平均年龄为（62.31±5.9）岁；病程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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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个月，平均病程为（6.42±2.3）个月。凡是参与

本次一般资料调研的患者均以确诊为患有心内科疾

病，具体类型分布如下：心绞痛 10 例，高血压 20
例，心律失常 25 例，心力衰竭 25 例。两组患者在

一般资料比较上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研究组实施人性化护理方案，具体包括人性化

环境的创设、健康宣教及心理疏导、健康饮食干预

等等。人性化环境的创设一定要注意患者病房内的

温度、湿度以及空气新鲜度的保持；健康宣教及心

理疏导更应当及时制定并落实，并且针对患者的个

人恢复情况设计合理的健康饮食方案。 
参照组采用常规化护理方案，护理人员首先引

导患者进行办理相关手续，并协助患者进行各项体

征与机能的入院检测，同时给予降血压及血脂等治

疗措施。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过程中，我院将以两组患者对临床护

理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两组患者各项综合功能评分

作为主要的观察指标。为了进一步确保研究成果的

精密性与正确率，本次研究将两组患者对临床护理

工作的满意程度具体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满意、

一般与不满意；另一方面，在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

各项综合功能评分时，将采取更细致化的百分制进

行全程记录，便于后期比较与计算。具体而言，本

次研究中两组综合功能评分比较类别有社会认知、

运动功能与心理功能三个方面。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应用平均数加

标准差方式（x±s）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结合表 1 所示，实施人性化护理的研究组患者

在总体护理满意度上明显要高于实施常规化护理的

参照组患者（92.50%＞87.50），具体表现为研究组

患者的满意患者 26 例，一般患者 11 例，不满意患

者仅为 3 例，各层级的患者例数均略高于参照组患

者，因此人性化护理在心内科临床满意度调研工作

中占据优势，且两组间满意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40 26 11 3 92.50 

参照组 40 20 15 5 87.50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各项综合功能评分对比 
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除了两组患者对

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比较之外，还设计了两组患者各

项综合功能评分的比对，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表

中显示，40 例研究组患者的社会认知评分为

（95.46±3.02），运动功能评分为（94.18±3.01），

心理功能评分为（92.47±5.16），以上研究组患者的

综合功能评分均高于参照组患者的社会认知评分

（85.64±2.16）、运动功能评分（86.91±1.34）以及

心理功能评分（87.49±1.22），两组患者各项综合功

能评分的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2 两组患者各项综合功能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社会认知

（分） 
运动功能

（分） 
心理功能

（分） 

研究组 95.46±3.02 94.18±3.01 92.47±5.16 

参照组 85.64±2.16 86.91±1.34 87.49±1.22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心内科的主治疾病包括心绞痛、高血压、猝死、

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早搏、心律不齐、心肌梗死、

心肌病、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由

于主治疾病的范畴较为广泛，因此心内科的医护人

员需要承担巨大的工作压力与精神压力。严格意义

上讲，心血管疾病因为与血管的关系较大，所以属

于一种循环系统疾病，该种疾病会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且如果不能及时控制病情

并积极治疗，甚至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1]。 
近些年来，我国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质量与

效率均产生了大幅度的下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大、专业能力不足、缺乏完善的

管理机制或者缺乏良好的工作氛围等等，从而导致

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工作效率低下，质量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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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稳定的保障。基于此，心内科的主治医师与护

士长等管理者应当切实出发，认真分析临床护理工

作质量的影响因素，并从主观与客观两个角度着手

改善当前护理现状[2]。 
为了能够有效提升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质量

及其护理管理效率，科室管理者理应尽快落实人性

化护理手段，并将“以人为本”的护理观念深入护理

人员的心中，定期组织基层护理人员开展专业培训

活动，以此引导护理人员对全新的护理观点与模式

建立正确认知。只有充分了解了全新的护理模式与

理念，才能确保人性化护理手段得以在心血管内科

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积极效用与实

际应用价值[3]。 
具体来说，人性化护理的核心理念是一切活动

围绕患者的实际需求展开，当前的所有护理工作必

须能够满足患者的根本需求，以此制定科学合理且

适用于现状的全新护理措施，以此在最大程度上提

升人性化护理模式在心血管内科临床中的作用发

挥，从而加快患者各项综合功能的预后与改善。结

合本次研究结果发现，人性化护理不仅在理念、模

式、机制与内容等形式方面要优于常规化护理，且

在各项综合功能评分、预后、改善以及患者对护理

的满意度等方面均远超常规化护理模式，因此心血

管内科的管理者与基层医护人员务必对人性化护理

的应用高度的重视[4]。 
为保障心血管内科的临床护理质量能够有效提

升，管理者应当及时构思全新的护理模式与护理工

作标准，以此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护理技术及服务水

平，作为现代医疗革命的产物，人性化护理理念将

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主旨，引导基层医护人

员用心学习专业知识，真心为患者考虑，为患者提

供人性化的护理服务。任何优质的护理服务均需建

立在“一切以患者为基准”的基础上，辅以人文关怀，

彻底融入患者的心理世界中去，加强护患关系，持

续优化心血管内科的护理流程。 
综上所述，人性化护理手段在心血管内科临床

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较之常规化护理模式具有更高

的应用价值与推广前景。人性化护理可以同时推动

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机制创新发展以及心内科临床

护理效果的提升，因此建议在心内科临床护理当中

大力推行人性化护理方案，以期大幅提升心内科临

床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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